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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與出版界都是文化資訊的傳播機構，二者有許多共通相似之處：
圖書館界所關心的是有多少讀者前來利用圖書資訊，而出版界則希望有更多
的人購買書刊資料，無論圖書館界及出版界所共同關心的課題就是國人的閱
讀習慣。 

 最近國人的閱讀習慣有些改變，將來更會有革命性的變革，究其原因，簡
述如下： 

1. 周休二日的實施：周休二日制開始局部實施，國人的工作時間減少，
因此休閒的時間則相對增加。而閱讀是休閒的一種方式，依據統計，
目前國人休閒時用來閱讀的時間佔總休閒時間的比率比不上看電視、
看電影、上KTV；但相信有朝一日，國人閱讀時間的比率一定會增
加。  

2. 聯考制度的變革：高中聯考即將於明年廢止，大學聯考亦將在民國91
年廢止，國民中小學教育邁向開放教育的時代。升學壓力逐漸紓緩，
相對地，學生時代用在真正閱讀自己喜歡的書刊的時間一定會明顯地
增加許多，而只看升學參考書的現象一定會改變。  

3. 終身學習的推動：教育水準提高，社會進步，因為終身學習及終身教
育的觀念已經慢慢在國人的觀念中產生了，因此，如果不進步的話就
會被淘汰。而終身學習的關鍵就是要多看書，多看相關文化資訊網
站。  

4. 資訊科技的進步：科技在進步，尤其是資訊科學的發達，促成了出版
業的革命，我們除了可以看到傳統紙本，還可以看到各式各樣迎合現
代人口味的媒體，例如電子書、電子報刊、光碟等。  

5. 網路資訊的快速傳布：各主要圖書館及資訊傳播相關單位都利用網路
傳布各種有關文化資訊，使我們更方便而快速地在線上查詢出版資
訊、訂購書刊資料或取得全文。  

  基於這些原因，圖書館必須主動出擊，與出版界聯手合作，提供民眾最
新最完整的出版訊息與當代出版品。出版社發行書刊的方式及形態都異於以
往，圖書館必須完整蒐集與典藏所有出版品與提供快速服務。圖書館在典藏
這些資料後，一定想辦法儘快將出版社辛辛苦苦發行書刊資料的資訊傳布給
讀者，使讀者可以閱讀好書，使用資訊。一方面這是圖書館的基本職責，另
一方面也可將出版訊息快速傳布，方可創造圖書館、出版界與讀者三贏的局
面。 

  鑑於全國新書資訊的重要，民國86年7月開始，國家圖書館全球資訊網
提供全國新出版圖書書目資訊查詢，凡向本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申請登記
國際標準書號（ISBN）的圖書均涵蓋在內。於87年間向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登
記擬出版的圖書約三萬餘種，在華文圖書市場已粗具規模。87年10月「全國
新書資訊網」上網，其中新書預告功能可供查詢最近或即將出版之書目資
料，更提供新書目錄下載服務，不論圖書館或公私立出版機構皆可申請帳號
轉錄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所建之書目資料，以建立個別的書目資料庫。 

   此外，民國88年元月起，本館發行《全國新書資訊月刊》，主要報導我
國新書出版資訊與出版界活動消息。該刊內容包括新書介紹與書評及臺灣地
區即將出版新書書目資料，每期收錄新書超過二千五百種，除以紙本發行
外，亦有電子版上網，未來計畫增加光碟版。已寄贈各圖書館、出版機構、
讀書會及社會各界，希藉此刊物通報全國新書出版資訊並促進圖書出版與行
銷。 

  為展現國家圖書館在文化資訊應用之成果、推廣其應用，特在本屆臺北



國際書展文化資訊應用館中，展出本館近年發展之各項系統，包括上述之全
國新書資訊網，以及遠距圖書服務系統、全國圖書資訊網路系統、全國博碩
士論文摘要檢索系統。本館自民國70年即開始推動圖書館自動化，82年推動
第二期計畫以來，已奠定邁向「電子化圖書館」之良好基礎，83年10月正式
推出本館資訊網路系統，將館藏國內出版資料之書目及索引資料庫，以電話
撥接及透過臺灣學術網路（TANet），提供國內外讀者連線查詢。本館並配
合行政院推動國家通信基本建設（NII），負責有關「建設電子圖書館」項
目，提供遠距離讀者，利用網路連線，即時查詢我國各類圖書文獻研究資訊
及取得全文之服務。 

  「遠距圖書服務系統」即為本館在NII計畫中負責推動之項目，其內容可
分為期刊資源、政府資訊及文學藝術等三種資料類型，包括「中華民國期刊
論文索引影像系統」、「中華民國出版期刊指南系統」、「國家圖書館新到
期刊目次服務系統」、「中華民國政府公報全文影像系統」、「國家圖書館
新到政府公報及統計調查目次系統」、「行政院所屬各機關因公出國報告書
光碟影像系統」、「當代藝術作家系統」、「當代文學史料影像全文系統」
等，可促進期刊、政府文獻之利用、保存與傳播。 

  本館建構「全國圖書資訊網路」（NBINet），與國內各大公共圖書館及
大學圖書館合作，不論圖書、 

期刊、博碩士論文、政府出版品及善本古籍之書目皆收錄其中，已建檔一百
萬餘筆，希建置完備的華文書目資料庫，俾完整保存國家圖書文獻目錄。本
館除於網際網路上提供藏書目錄，亦與民間廠商共同研發出版書目光碟，已
發行「中華民國預行編目書目光碟」（SinoCIP）及「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錄
光碟」（SinoCat），供國內外機構取用本館書目資料。 

  全國博碩士論文摘要檢索系統則為教育部委託本館開發之資訊系統，87
學年開始由研究生自行上線建檔，以更快速、更便利的方式更新資料，目前
收錄73學年度以後畢業之博碩士論文摘要超過十萬篇。本館正積極回溯建檔
中，擬將民國38年以後畢業之研究生學位論文悉數建檔，提供學術界及社會
大眾豐富的終身學習資源。 

  本館為提供公共資訊服務，均衡城鄉圖書資源，提升全民文化素養及我
國之競爭力，特研擬資訊系統中長期發展計畫，自87年7月起分三年實施，
其工作要項如下： 

1. 開發「遠距圖書服務系統」，並建立「全國圖書資訊網路」與「漢學
研究資訊服務系統」，整合國內外各項資料，作為使用國內外重要資
訊及圖書館資源的窗口。  

2. 建立國家圖書及文獻資料庫，製作國家書目、政府出版品、期刊目錄
等，彙整保存圖書文獻資源，採用原文電子化儲存，並提供擷取服
務，充實華文資源與終身學習網路資源。  

3. 開發漢學研究資訊服務系統，提供國內外漢學研究單位及學者利用。  
4. 建置全國博碩士論文摘要及全文系統，展現學術研究及學習成果。  
5. 加強館內資訊架構基礎建設，提高網路頻寬，更新資訊設備，增進系
統效能。  

  值此盛會，願藉此呼籲出版界繼續支持國家圖書館，為全國完整保存當
代文化出版的資產，這是這個時代的重要文化資產與智慧結晶。雖然出版法
已廢止，但請依例送存新出版圖書、期刊等出版品給本館，並請其他媒體之
出版品也開始送存，本館必盡力建置完整的書目資料庫，提供各界使用或加
值利用，以加速全國書刊之出版與行銷。新聞局出版之《出版年鑑》，即由
本館提供新書目錄檔。惟有靠各界的支持才能蒐全我國的出版資訊，促進出
版事業的發展。在此，亦請出版界於出版新書時能有內容簡介或摘要隨書刊
行，俾隨新書書目建檔，儘速上網，傳布新書資訊。 



‧ 本文為莊館長於第七屆臺北國際書展文化資訊應用館座談高峰會中，以
「關懷文化傳承，創新資訊應用」為中心議題之演講紀錄，由彭慰主任整
理。  


